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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灵芝浸膏给小鼠灌胃
,

每 日 1
.

0 9 / k g和 2
.

0 9 / k g
,

连续 d3
,

末次给药后 l h
,

用束缚水浸法

造成应激性溃疡
。

结果表明
,

灵芝能显著降低溃疡的发生率及减少胃粘膜出血
。

灵芝拮抗乙酞胆

碱对离体肠肌的收缩
,

I C 。 。

为8
.

5 x 1 0
“ ` g / m l

。

灵芝抑制应激性溃疡的形成
,

可认 为是 其 对 外

周副支感神经的阻断作用
。

关锐饲 灵芝 应激性溃疡 抗胆碱药

灵芝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
,

减少动物的自发活动
,

加强催眠药的作用
,

提高痛阂 等〔 l 〕
。

临床也观察到可改善病人的睡眠
。

本文通过灵芝对应激性溃疡的作用
,

来观察灵芝对副交感

神经功能的影响
。

1 材料

动物
:

昆明种小 鼠
,

雄性
,

体重 20 ~ 22 9
,

由上海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
。

豚 鼠
,

体

重 3 0 0 ~ 4 0 0 9
,

雌雄不拘
,

市场采购
。

药物
:
灵芝水浸膏

,

棕黄色千燥粉末
,

由日本和汉生药研究所提供
。

每 g1 浸膏相当于原

生药 2 5 9
。

灵芝混悬液用 0
.

5 % C M C研磨配制
。

硫酸阿托品
,

上海第十制药厂产品
。

2 方法和结果

2
.

1 应激性溃疡
:

每组 10 只小 鼠
,

灵芝剂量分别为 0
.

4
、

1
.

0
、

2
.

0 9八 g ,

硫酸阿托品 0
.

0 4 9 /

k g
,

对照 C M C 0
.

2 9 / k g
。

各组小鼠灌胃药液容积相同
, o

.

4m l / 1 0 9体重
,

1次 / d
,

连续 3 d
。

应激实验前小 鼠禁食不禁水 2 4 h
,

末次给药后 l h
,

将小鼠置于金属网制小笼中
,

浸于 23 ℃水

槽中
,

液面保持在胸骨剑突水平
。

水浸 2 2 h后断椎处死
。

先结扎贵门
,

取出全 胃
,

挤出胃液
,

用红细胞稀释液稀释 10 倍
,

在显微镜下计数红细胞
。

然后从十二指肠向胃内注入约 Z m l l %

甲醛
,

结扎幽门
,

将全胃置于 1% 甲醛液 中
。

h1 后沿大弯剪开
,

用生理盐水略作冲洗
,

解剖

镜下检查胃粘膜病变
。

稀释后 胃液在血细 胞汁数板上计数红细

胞
,

算出红细胞数 / m m
“ 。

结果表明
,

灵芝

大
、

中剂量和阿托品能明显减少红细胞数
,

也即有减少溃疡出血的作用 ( 表 1 )
。

镜 检

胃粘膜处可见咖啡色的出血点及局灶性粘膜

缺损
。

粘膜缺损小于 l m m或 出血性 糜
一

烂 小

点
,

称为点状疡溃
。

粘膜缺损达 l m m 长 度

就作为 l个溃疡
,

并按 3个点状溃疡算作 1个

演疡
。

实验表明
,

灵芝大
、

中剂量及阿托品

与对照组相 比
,

显著减少粘膜溃疡病变 ( 表

2 )
。

表 1 灵芝对水浸应滋牲澳疡出血的影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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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灵芝对水浸应滋牲益疡的作用任土 s 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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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拮抗乙酞胆碱对离体肠的作用
:

取出豚鼠回肠
,

置于20 m l器官浴槽内
,

恒温通气
,

通

过弹力换能器描记肠肌收缩出线
。

测定浴槽内不同浓度的灵芝对抗乙酞胆碱对肠肌的收缩作

用
。

当灵芝浓度为 2
.

5 x 1 0
’ ` 、

5
.

0 X l o “ ` 、
1

.

0 欠 10 “ ”

和 2
.

o x l o “ 3 9 / m l时
,

抑制 乙酞胆碱收缩

的百分率分别为 8 %
、

34 %
、

58 %和 83 %
。

每一 抑制百分率为 5次实验的均值
。

算得灵芝 I C 60

为 5 1
.

5 x 1 0一 4
9 / m l

。

3 讨论

束缚水浸造成应激性溃疡
。

此溃疡形成机制被认为是精神和躯体在应激情况下
,

中枢内

下丘脑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兴奋所致
,

特别是迷走神经由过度活动起了重要的作 用 〔2
,

3〕。

当迷走神经功能亢进时
,

胃壁肌神经性痉挛
,

压迫粘膜血管
,

粘膜发生贫血性坏死
,

再受到

过多胃液分泌的作用而形成溃疡〔 ` 〕
。

抗胆碱药在外周阻断乙酸胆碱对腺体
、

胃肌和血管的作

用
,

可使处在异常状态的分泌
、

肌痉挛和血流障碍得到缓解或消除
。

因此阿托品对应激性溃

疡有明显的防治作用 c5 〕
。

本实验表明
,

灵芝 口服剂量 1
.

0 9 / k g和 2
.

0 9 / k g时
,

如同阿托 品 一

样有明显的抗应激性溃疡作用
。

某些中枢抑制药如氯丙嚓
、

眠尔通对应性溃疡也有一定抑制

作用 〔幻
。

林春等报道
,

当灵芝 口服剂量超过 2 9 / k g时
,

才呈现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
,

小

鼠自发活动减少或加强催眠药的作用〔。
。

因此本实验灵芝抗应激性溃疡的有效剂量范围 内
,

很少有中枢作用的参与
,

主要表现为外周作用
。

从灵芝抗应激性溃疡效应和在离体肠拮抗乙酸胆碱的作用
,

可以认为灵芝在外周具有阻

断副交感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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